




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滨海县城东 B-3#地块，位于滨海县城东东坎街道东三村，总占

地面积约 55564m2（约 83.34亩）。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种植

小麦、大豆等农作物）、居民住宅，地块现状主要为农田（种植大豆、

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根据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审批，该地块规划为居住（0701）、商服用地（09），该地块按照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居住用地属于第一类用地，商服用地属于第二

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根据《关于规范

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审核程序的通知》（盐土治办[2020]6 号）等

相关文件，农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此，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月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我单位接受委托后成立了专门项目组，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

法规和导则规范等，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根据所掌

握的资料信息分析判断地块所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提出了地块调查的

结论，最终编制形成《滨海县城东 B-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三、结论



通过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

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居民住宅，现状为农田（种

植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地块历史变迁较简

单，不涉及工业企业生产。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现状及历史用地类

型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地表水体、学校，无工业企业用地；且周

边地块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亦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

境污染事故，故地块周边无潜在污染源。因此，该地块及周边不存在

企业生产的原辅料、中间体及产品和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原生和次

生污染。

土壤表层样品的快速检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表层快速检

测因子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

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综上，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

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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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本次调查地块为滨海县城东 B-3#地块，位于滨海县城东东坎街

道东三村，总占地面积约 55564m2（约 83.34亩）。该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农田（种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居民住宅，地块现状为农田

（种植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根据滨海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该地块规划为居住（0701）、商服用地（09）。

由于居住用地属于第一类用地，商服用地属于第二类用地，从严要求，

该地块按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进行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根据《关于规范

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审核程序的通知》（盐土治办[2020]6 号）等

相关文件，农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此，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调查单位”）于 2022年 9月对该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

我单位接受委托后成立了专门项目组，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

法规和导则规范等，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根据所掌

握的资料信息分析判断地块所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提出了地块调查的

结论，最终编制形成《滨海县城东 B-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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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本次调查性质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主要目的为：

（1）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

（2）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2.1.2 调查原则

本报告编制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采用科学、经济、安全、有效

的措施进行综合设计，遵循原则如下：

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

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

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地块现状为农田（种植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

荒地，调查范围见图 2.2-1。调查范围拐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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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范围红线图（以 2022年 5月卫星影像图进行勾画）

表 2.2-1 拐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边界点 X（m） Y（m）

J1 3764337.783 40487598.415
J2 3764364.416 40487661.337
J3 3764348.115 40487692.741
J4 3764354.991 40487699.247
J5 3764387.777 40487716.532
J6 3764422.091 40487797.602
J7 3764388.421 40487811.853
J8 3764412.377 40487868.451
J9 3764312.139 40488007.888
J10 3764265.64 40487910.846
J11 3764265.98 40487910.096
J12 3764292.613 40487859.446
J13 3764250.786 40487879.846
J14 3764179.334 40487730.73
J15 3764179.345 40487730.687
J16 3764170.514 40487712.198
J17 3764166.913 40487704.657
J18 3764158.158 4048768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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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 3764184.767 40487673.305
J20 3764210.196 40487660.86
J21 3764243.494 40487644.563
J22 3764304.895 40487614.511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

月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修订）；

（6）《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通知》（国发

〔2016〕31号）；

（7）《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发（2013）

7号）；

（8）《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

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

（9）《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苏政发〔2016〕169号）；

（10）《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 3月 31 日江苏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1）《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盐政发[2017]56号）；

（12）《关于规范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审核程序的通知》（盐

土治办[2020]6号）。

2.3.2 相关标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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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

告，2017年第 72号）；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964-2018）；

（6）《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自然资源部 2020年 11月）；

（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

（2022年）。

2.3.3 其他资料

（1）《城东 B-3#地块用地红线图》；

（2）《城东 B-3#地块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2.4 调查方法

2.4.1 工作技术路线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技术导则和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经验

和本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地块第一阶段调查工作，技术路线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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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详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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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土壤污染环境调查报告

环境特征参数调查 受体暴露参数调查

是

是

是

否

否

资料收集与分析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第二

阶段

土壤

污染

状况

调查
是否需要详细采样分析

是否需要风险评估

调查启动

项目结束

结果分析

图 2.4-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

主，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

2.4.2 调查方法

（1）根据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目的，针对所需的不同

本次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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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信息，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

（2）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获取调查地块内的历史用途，

地块规划情况等；

（3）根据获取的相关信息与资料，通过资料检索查询挖掘获取

更为丰富的调查区相关信息，识别调查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情况及环境

风险；

（4）通过现场快速检测，获取土壤中污染物的定性检测信息；

（5）综合整理、分析上述各阶段获得的资料及快速检测数据，

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形成基本结论，并针对当前结论进行不

确定性分析，提出开展后续工作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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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地理位置、面积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滨海县城东东坎街道东三村，总占地面积约

55564m2（约 83.34亩），地块北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育才路、

杨庄排河；西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南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

三尖排河、丁字河、东元高级中学、海滨大道；地块具体地理位置见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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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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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环境概况

3.2.1 地形地貌

滨海县境位于扬子断块区内苏北断陷盆地的东北部，地层发育齐

全，沉积一套浅海相、滨海相及陆相物质。第四纪沉积厚度为 150米

左右。县境地质构造主要是由一系列北东向褶皱、断裂，以及配套的

横张或张扭性断裂组成的滨海断褶皱带。地质构造滨海断褶带在中生

代印支～燕山早期褶皱隆起，遭受到剥蚀，直到第三纪时才被覆盖。

县境绝大部分地区为隆起区。滨海断褶带的主要褶皱自北向南有：小

喜滩向斜，新淮河口背斜，康庄～新滩盐场背斜，东坎～滨淮倒转向

斜，八滩南背斜等。褶皱轴大致平行，背斜皆向北东昂起，向南西倾

伏。滨海断褶带内断裂，是以一系列平行的北东向断裂为主。自北向

南主要有穆庄～新星断裂、界牌～滨淮农场断裂、八滩～小街断裂和

新港断裂。除界牌～滨淮农场断裂与新港断裂为逆向断层外，其余均

为正断层。断裂长 10余千米至数十千米，最长的 74千米左右。除穆

庄～新星断裂切割白垩纪上统浦口组外，其余均发育于古生代。

县境地处废黄河、中山河与射阳河之间，全部为黄淮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由于受淮河入海水道、通榆河开挖、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县乡道路建设、沿海滩涂、废黄河滩涂开发以及城镇建设、自然

保护区建设、绿化工程实施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境内地貌发生比较明

显的变化。滨海的陆域地貌，直接与古黄河有关。历史上，黄河素以

“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在南宋之前，黄河下游河道绝大部分时

间都是流经河北平原由渤海湾入海，与沉睡在黄海海底的滨海县境没

有任何关系。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对苏北自然地貌的变迁起了极大的影

响，造就苏北平原上包括滨海在内的新大陆，从而催生滨海陆地新的

地理风貌。滨海境内以“套、巨、港、圩、滩、坎、坝、层、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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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来命地名的较多。

滨海地形皆为平原，总体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废黄河夺淮以

后，携带的泥沙经海潮、风浪作用沉积而成，从废黄河老堆向南,地

势逐渐倾斜。地面海拔高度一般在 0.6米～9.8米之间，按地面高程

（废黄河零点）可将全县分为高亢地、次高地和低洼圩区三种类型。

总的地貌可以分为海相沉积沙冈古土壤区、废黄河沿岸高滩地区、黄

泛坡地区、渠南水网地区、翻身河低洼地区。

3.2.2 土质和土壤类型

该地块土壤类型属于潮土淤沙土，详见图 3.2-1（来源：国家土

壤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soilinfo.cn/ma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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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地块土壤类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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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气象气候

项目所在地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北纬 34.0 度，东经

119.86度，气候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的

生长。由于滨邻黄海，海洋调节作用非常明显，雨水丰沛，雨热同

季。冬季受亚伯利亚高压控制，多偏北风，天气晴好，寒冷而干燥；

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多偏南风，炎热而多雨。全年平均

光照 2240~2390小时，其中春季占 25%，夏季占 29%，秋季占 24%，

冬季占 22%。年降水日 100~105 天。主要气象特征见表 3.2.3-1，

盐城市全年及代表月份风向玫瑰图见图 3.2.3-1。

表 3.2.3-1 主要气象特征

序号 项目 统计项目 特征值

1 气温

年平均气温 14摄氏度左右

年最高气温 39.1摄氏度

年最低气温 -11.7摄氏度

2 气压 年平均气压 1016.9百帕

3 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 900~1060毫米

年最大降水量 1564.9毫米

4 空气湿度 年均相对湿度 78%

5 霜期 年均无霜期 218天

6 风向

全年主导风向 东南偏东风

次主导风向 北风

夏季 东南风

冬季 东北风

7 风速 年平均风速 3.5米/秒

8 风频 年平均静风率 7%



滨海县城东 B-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4

图 3.2.3-1 盐城市全年及代表月份风向玫瑰图

3.2.4 水文水系

滨海县属淮河流域下游，主要水源除自然降水外，还有江、淮、

里下河等水系可补充。大量的地下水正待开采，淡水资源比较丰富。

主要河流有淮河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排水渠、南、中、北八滩

渠以及通济河、张家河、通榆大运河、中山河和翻身河等，这些河流

相互沟通，可引调供水量达 162 m3/s，利用河槽调蓄淡水能力可达 1.7

亿 m3/t，地下水年开采量：可达 900万 m3。

（1）响坎河

响坎河，又名坎响河，是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响水县境内的一

条河流。南起滨海县东坎镇，由张河接引苏北灌溉总渠之水北流，经

滨海县坎南、肖庄等地、响水县运河、小尖镇等，在响水镇东侧响坎

南船闸注入灌河。全长 33公里，流域面积 176平方公里。一般河宽

50～60米。为六级航道。沿途与中山河、南潮河等相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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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黄河

又名淤黄河，西起河南省兰考县山义寨和东坝头（古铜瓦厢），

向东经山东、安徽和江苏，于响水县套子口入海。经 4省 20个县市，

全长 728.3公里，其中江苏境内长 515.3公里。具有行洪、排涝、灌

溉等功能。

（3）北八滩渠

南临南八滩渠,西临中八滩渠。1956年始建,后经两次拓浚,今西起

东坝镇承接坎响河之水,东流经王塔庄、徐兴庄、洋口,在振东入海。

长 48公里,宽 50～90米。流域面积 235平方公里。

地块所在区域水系情况见附图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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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地块周边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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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敏感目标

此次调查期间识别的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如表 3.3-1所示，主要有

居民、学校、河流。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见图 3.3-1

所示。

表 3.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序

号
名称

保护内

容

相对

方位

相对距离

（m）
规模 环境功能区

1 东三村 居民 周边 紧邻 2500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2
滨海县东元

高级中学
师生 S 167 3000人

3 杨庄排河 地表水 N 255 小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
4 三尖排河 地表水 S 68 小河

5 丁字河 地表水 W 366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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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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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地块现状

项目组成员分别于 2022年 9月进行了现场踏勘工作，现场踏勘

时地块为农田、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3.4-1。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地块内部

图 3.4-1现场踏勘照片（2022年 9月，现场为农田、居民住宅）

3.4.2 地块利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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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影像及人员访谈，该地块 2022年之前一直以农田（种

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居民住宅，地块内少量简易塑料大棚 2009

年建成至 2015年拆除；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堆土情形。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见图 3.4-2。

摄于 1985年 12月（地块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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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05年（地块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

摄于 2009年 1月（地块上内有少量简易塑料大棚，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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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1年 6月（基本无变化）

摄于 2013年 5月（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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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4年 12月（基本无变化）

摄于 2016年 11月（简易塑料大棚 2009年建成至 2015年拆除)，其他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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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18年 1月（基本无变化）

摄于 2019年 9月（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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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20年 11月（基本无变化）

摄于 2022年 5月（基本无变化）

图 3.4-2 地块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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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周边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5.1 周边地块现状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滨海县城东东坎街道东三村，地块北侧依次为

农田、居民住宅、育才路、杨庄排河；西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

南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三尖排河、丁字河、东元高级中学、海

滨大道；东侧依次为居民住宅、农田。周边地块现状照片见图 3.5-1。

根据现场踏勘并结合卫星影像分析，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现状不涉

企业，周边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东元高级学校、河流等。

地块西侧东三村居委会 地块北侧农田

地块西侧农田和居民住宅 地块东侧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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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农田和道路 地块南侧居民住宅

地块南侧东元高级中学 地块北侧杨庄排河

图 3.5-1 周边地块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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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地块周边500米范围内现状用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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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周边地块用地历史

周边地块历史影像可追溯至 2009年，至 2022年周边地块历史影

像见图 3.5-3。

2009年，地块北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杨庄排河；西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南

侧依次为农田、居民住宅、三尖排河、丁字河；东侧依次为居民住宅、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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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09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2013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11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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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13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2015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14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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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15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2018年地块北侧开始建设育才路，周边地块其他用地情况与 2016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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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18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2020年地块北侧育才路建成，南侧在建设东元高级中学和海滨大道，周边地块其他用地

情况与 2019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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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周边地块用地情况与 2021年相比基本无变化。

图 3.5-3 周边地块历史影像图

结合历史影像图和人员访谈分析，得知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历

史用地类型主要包括农田、居民、学校用地，不涉及工业企业。

3.5.3 周边潜在污染源分析

结合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地块周边 500m范围主要

包括农田、居民、学校用地，不涉及工业企业，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

可能性较低。

3.6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该地块规划为居住（0701）、

商服用地（09），分别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和二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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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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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因地块内历史变迁较为简单，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学校，资

料以收集的历史影像为主；周边地块历史变迁涉及的用地类型较为简

单，资料收集以历史影像、公示网站收集及网络查询为主，资料收集

情况详见表 4.1-1。

表 4.1-1 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来源

1
政府和权威机

构

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影像图 Google Earth 软件

2 城东 B-3#地块用地红线图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

公司3 城东 B-3#地块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为了收集地块内及周边地块的历史变迁情况，项目组利用

Google Earth 软件历史影像地图资料，得知调查地块历史上，2022

年前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历史用地类型主

要为农田、居民住宅、地表水体、学校用地，无工业企业用地。

为了了解调查地块土地利用规划情况，通过走访滨海县农旅集

团、东三村居委会，收集到《城东 B-3#地块用地红线图》，确定调

查地块规划为居住（0701）、商服用地（09）。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历史影像、收集的资料及人员访谈，该地块 2022年之前主

要为农田、居民住宅，现状为农田（种植有大豆、玉米等）、居民住

宅、少量道路和荒地，地块至今未进行过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无化学

品使用与储存，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周

边未有生产企业，未曾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综上，地块内无潜在污

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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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上无有毒有害物质的

储存和使用情况，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置情况。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未发现化学品使用，无刺激性气味、无异味，

地块现状为农田（种植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

在调查地块范围内未发现地下储存槽罐或地下设施；根据人员访谈，

地块历史上无槽罐储存和使用情况。

综上，地块内历史上无槽罐储存和使用情况，不涉及槽罐的泄漏

情况。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及现状无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储存和使用情况，无倾倒偷埋情况。

5.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历史及现状无管线及沟渠

分布，地块周边地表水体主要作为农业灌溉使用，周围无排污口分布。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地块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得知该地块历史上未有工业企业

存在，调查地块 2022年之前主要以农田、居民住宅，现状为农田（种

植有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土地利用历史较

为简单。

调查地块周边历史及现状用地情况主要为农田、居民住宅、地表

水体、学校，不涉及的工业企业；根据人员访谈，邻近地块未曾发生



滨海县城东 B-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8

过环境污染事件，亦未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综上，调查地块内不涉及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情况。

5.6 土壤快速检测情况

为更好的了解地块内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项目组采用随机布点

法对地块内土壤表层样品进行了快速检测，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砷、

镉、总铬、铜、铅、汞、镍）和有机物，样品采样深度约 0~0.2m。

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重金属含量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

宅用地筛选值，PID 检测结果最高点位为 0.809ppm，且与对照点位

PID结果 0.795ppm相差较小，判断该地块受到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

可能性较小。

快速检测点位分布见图 5.6-1，快速检测点位坐标见见表 5.6-1，

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5.6-2，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5.6-2。

表 5.6-1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表

点位编号 E N
S1 119.867272° 34.005006°

S2 119.867270° 34.005509°
S3 119.866585° 34.006034°

S4 119.867593° 34.006656°
S5 119.867689° 34.005762°
S6 119.868519° 34.005468°

SK1 119.868402° 34.00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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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 快速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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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点位

S2点位

S3点位

S4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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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点位

S6点位

对照点 SK1点位

图 5.6-2 土壤采样与快速检测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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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2 PID和 XRF快速检测结果（单位：mg/kg）

检测指标 检出限
点位编号

标准
S1 S2 S3 S4 S5 S6 SK1

砷 9 ND ND ND ND ND ND ND 20
镉 10 ND ND ND ND ND ND ND 20

总铬 65 65.55 73.54 66.43 65.84 67.34 69.15 66.25 250
铜 25 43.75 ND ND 43.50 39.28 ND ND 2000
铅 4 ND 15.25 ND ND 7.81 ND ND 400
汞 7 ND ND ND ND ND ND ND 8
镍 50 ND ND ND ND ND ND ND 150
PID 0.001 0.809 0.792 0.788 0.685 0.765 0.771 0.795 /

备注：该地块规划开发为居民住宅，标准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中总铬标椎参

考《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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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人员访谈

调查地块使用历史较简单，2022 年前，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

田、居民住宅；为进一步调查地块真实情况，项目组对地块属地管理

人员、环保人员、周边企业负责人及周边居民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

括前期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核实、信息补充、已有资料

考证、现地块块调查范围的确定和指认、地块调查现场获取信息与地

块历史的相关性核实等，访谈对象信息见表 5.7-1。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于天宇 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 朱名升

东三村村民委员会 顾苏 周边东三村三尖组居民 王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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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东三村三尖组居民 顾言银 周边东三村后庄组居民 杜甫祥

滨海县生态环境局 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图 5.7-1 人员访谈照片

表 5.7-1 人员访谈汇总表

序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与地块关系 访谈内容汇总

1 赵红宇 15351519903 环保部门管理人员

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用地、

居民住宅，地块内无化学品

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无外来堆土或固体废物，无

暗沟、渗坑，无管线、管道

通过，周边无重污染企业

2 周胜阳 13815512638 土地管理人员

3 朱名开 19551266188
地块使用者（滨海农旅集

团有限公司）

4 于天宇 18262383176
地块使用者（滨海农旅集

团有限公司）

5 顾 苏 17851690076 东三村委会

6 杜甫祥 15189237265 周边居民

7 王进洲 18451361838 周边居民

8 顾言银 17166283920 周边居民

9 郭德明 13512593088 地块内居民

5.8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收集的资料相互印证，相互

补充，能为了解本地块提供有效信息。

5.8.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得有关地块历史用途及现

状用途信息一致，未见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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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1 一致性分析情况表

地块信息 历史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

结论

历史使用情况
该地块以农田、居民

住宅为主
—

调查地块农田、居

民住宅为主
一致

现状用途 —
农田、居民住宅为

主

农田、居民住宅为

主
一致

水源利用情况

（水环境）

历史影像中地块北侧

及南侧分布有河流

地块北侧及南侧分

布有河流

地块北侧及南侧分

布有河流
一致

是否有重污染

型企业
无 无 无 一致

是否有地下管

线储罐等
— 无 无 一致

地块内及周边

是否发生过环

境事件（化学

品泄漏等）

— — 无 一致

地块是否有堆

土
— 无 无 一致

地块是否有暗

沟、渗坑
— 无 无 一致

5.8.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得有关地块历史用途及现

状用途信息一致，内容可相互印证，三者分析结果未见明显差异。现

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主要是对资料收集结果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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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通过对地块的资料分析、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地块内历史一直

为农用地（主要种植大豆、玉米、小麦）、居民住宅为主。现状为农

田（种植有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少量道路和荒地，至今地块

内未进行过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无化学品使用与储存，未曾发生过化

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未发现化学品使

用，无刺激性气味、无异味，在调查的地块范围内未发现地下储存槽

罐或地下设施。土壤快速检测结果表明，调查的地块内土壤表层快速

检测因子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

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现状及历史用地类型主要为农田、居民住

宅、地表水体、学校，不涉及的工业企业生产活动。

综上，地块内及周边地块无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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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和建议

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居

民住宅，现状为农田（种植大豆、玉米等）、居民住宅、居民住宅、

少量道路和荒地，地块历史变迁较简单，不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地块周边 500m范围内现状及历史用地类型主要为农田、居民住

宅、地表水体、学校，不涉及的工业企业生产，故地块周边无潜在污

染源。因此，该地块及周边不存在企业生产的原辅料、中间体及产品

和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原生和次生污染。

土壤表层样品的快速检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表层快速检

测因子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场地土壤环境风险

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住宅用地筛选值。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可得出调查

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的环境状况

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7.2 不确定性分析

一阶段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包括资料收集和快速检测。

从地块调查的过程来看，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有：

（1）资料收集的不确定性

在第一阶段收集到了地块历史资料，虽通过多次现场踏勘和人员

访谈来印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获取的信息仍存在不确定性。

（2）土壤本身的异质性

土壤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均一性，且不同于水和空气，土壤污染物

浓度在空间上变异性较大，即使是间距很小的点位其污染含量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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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很大。因此，在有限的快筛点位，对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的表述会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综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程度有限，总体影响程度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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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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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XRF、PID现场校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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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F检出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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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F标准物质溯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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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检出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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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标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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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土壤快速检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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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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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审核人员职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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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专家意见及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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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修改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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